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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深圳市与惠州市启动在盐田国
际集装箱码头、惠州国际集装箱码头之间
实施的“惠盐组合港”通关运作模式，盐田
港与惠州港正式形成组合港。自此，进出
口企业在惠州港办理集装箱进出口通关
申报和查验手续，在盐田港办理国际航行
船舶起卸手续，两港实现一体化运作。

深惠共同推进的“组合港”通关运作
模式，为落实党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深莞惠联动发
展”要求、推进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通关一
体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通关一体化助力粤东发展

“组合港”正式通关运作当天，在惠州
市大亚湾的国际码头，敏华家具制造（惠
州）有限公司生产的102个标准箱沙发产
品，在惠州港完成交箱和海关出口验放手
续后，从惠州港使用专线驳船运往盐田港
后直接搭乘靠泊盐田港的各干线航班运
往欧美等地。

由于航线、规模等各种因素，以往敏
华的产品多数需经陆路，用货车先拉到盐
田港再装船出海。深圳海关创新监管方
式，打造以盐田港为枢纽、惠州港为支线
的“组合港”模式，将盐田港的“闸口”延伸
至惠州港，实现了海关监管资源的有效互
补，升级了企业通关服务体验。敏华家具
报关部副总监杨建美告诉记者，使用“组
合港”模式，从工厂就近运输到惠州港，视
同交付盐田港并可办理各项海关通关手
续，出口不仅更加快捷便利，陆路运费成
本更是节省一半多。

盐田港是华南地区国际航线最密集
的港区。惠州港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
货物吞吐潜力巨大。惠州市商务局局长

廖巍表示，“组合港”启动，为湾区内企业
进出口搭建了一条便捷高效的物流新通
道，直接让惠州本地企业及粤东北企业提
高通关效率及降低物流成本，从而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及企业竞争
力，并扩大惠州港的货源腹地，逐渐形成
聚集效应，从而带动物流产业及临港产业
的发展，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

据粗略测算，初步推广阶段每年约会
有50万标箱、约500万吨货物通过“组合
港”方式进出口，平均每个标箱运输成本
将减少300元至500元，为企业降低成本
总和在1亿元以上。同时，货源将辐射至
潮汕等粤东地区，更为赣闽腹地物流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作为空间。

受益的不仅仅是企业，推广“组合港”
通关运作模式，也能有效降低单位集装箱
耗能、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减少陆运尾气
排放，是绿色发展和打赢碧水蓝天保卫战
的有效举措。深圳市口岸办公室主任王
守睿表示，“组合港”的启动，对于促进湾
区深度融合，建设绿色生态港口链，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发展智慧化港口等方面都
有着积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盐田港、惠
州港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更将帮助
港口实践低碳环保的发展理念。

据测算，利用“组合港”通关，每艘驳
船就能减少 60 台至 110 台拖车，每年能
为盐田港疏解 25 万车次货柜车辆，将极
大缓解盐田疏通港区后方道路运输压力，
减少盐田港后方陆域长期困扰居民的货
柜车噪音扰民和环境污染问题。

“组合港”启动常态化运作以来，试点
企业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本红利，惠州港口
资源得到有效激发，盐田港实现了“通道
功能做减法、枢纽功能做加法”。

深圳海关关长陈小颖表示，“组合港”

是湾区港口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
持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先行
示范区的重要举措，也是地方政府、市场
主体和海关多方合作共赢的典范，将释放

“通关提效、物流降费、生态环保”等诸多
红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港口物流统筹
调度，进一步优化了水路、公路运输资源
和配置效能，为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
创新发展、强化海运物流枢纽功能奠定了
坚实的步伐。

增强深圳核心引擎功能

在当前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先行示范区政策叠加背景下，如何把握

“先行示范”使命担当，推动深莞惠联动和
湾区协同发展，发挥深圳的核心引擎功能
和辐射带动作用，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
城市群，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
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是湾区各级
政府部门的重大课题。

王守睿认为，在各部门协作配合
下，快速协调完成“组合港”项目的落
地实施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各方不仅
交出了一份较好的答卷，更对促进粤港
澳大湾区港口通关一体化、助推深圳港
口驶入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高速路”、
优化深惠两地的口岸营商环境发挥了示
范带动作用。

廖巍认为，“组合港”是深惠两市在湾
区建设战略规划下的改革创新成果，是在
深圳海关的大力支持、惠盐两地隶属海关
辛勤努力给企业带来的便捷与实惠，也是
优化湾区港口资源配置、发挥港口比较优
势协同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

陈小颖也表示，深圳海关将紧紧依托
“两区”叠加优势，在推动湾区要素高效便

捷流动关键节点集中发力，以深圳盐田
港、蛇口港两大港口为基点，创新海关监
管模式，打通海上物流通道，实现东西部
港口“两翼齐飞”。

在东部港区，推动以盐田港为枢纽、
惠州港为支线的“组合港”，支持盐田港、
惠州港统筹利用码头资源，打通了深圳东
部海上物流大通道。

在西部港区，则推出基于多国集拼的
前海“湾区新物流模式”，蛇口港区货物通
过海上、空中直达全球，提升西部港区国
际竞争力。在该模式下，企业可在前海实
现全球揽货、中转分拨、进出口集拼等一
站式业务。一方面企业可依托西部港区
每周160班次海运集装箱航线，将全球各
地进口、中转货物运抵前海湾保税港区，
在区内按照货物流向进行分拨和重新拼
箱。同时，园区待出口的国内货物可以与
国际中转货物按流向完成拼箱，使得商业
运作更加灵活。

为推动前海国际货物集散地建设，
深圳海关已在前海建设“离港空运服务
中心”，实施“跨境一锁”“全球中心
仓”等政策，搭建航空货运一体化服务
平台，便利企业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
完成集货、分拨、分流、打板、运输等
服务，支持航空货物在前海湾保税港区
与香港、深圳、广州机场等航空枢纽的
便捷流通，节约时间和成本，形成以前
海为中心的湾区“全球揽货—前海集
聚—机场直飞”进出口贸易生态圈。据
统计，自去年该项目实施以来，为企业
节省物流成本高达 30%,累计完成货物
10516吨，货值达72亿元。

据陈小颖介绍，深圳海关已在西部港
区通过“内外贸同船运输”“驳船水运中
转”“整船换装”等监管模式创新，打通了
深入到中山、顺德、佛山、江门等港口腹地
的物流直通通道。随着“组合港”的启动，
深惠两地港口物流服务一体化，打通了深
圳东部海上物流直通大通道，深圳的东西
两翼海上物流通道并驾齐驱、双向辐射，
将有力增强深圳核心引擎功能，为深圳强
化“航运枢纽”、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腾
出更多空间，也有力深化了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的实施，对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形成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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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报道：2019中国企业国
际融资洽谈会暨民企投融资洽谈日前在天津举行，会议
聚焦“民营、金融、科技”三大要素，构建立足天津、辐射京
津冀、服务全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营经济投融资交流
合作平台，重点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瓶颈。

近年来，天津市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福地。“一制三化”“津八条”“海河英才计划”

“民营经济19条”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持续“发酵”，正使天
津变成民营企业投资的高地。

日前，《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更为优化营
商“沃土”提供了充分“养料”。市场监管部门再推 12项
措施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企业开办一窗通”将开
办时间压缩至 1 个工作日内，一系列举措都诠释了政府
部门的服务理念。

不断向好的营商环境，助推市场主体快速增长。截
至9月底，天津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117.64万户，同比增
长 13.22%；民营企业数量达到 53.51 万户，同比增长
10.57%。民营经济注册资本金达到5.90万亿元，同比增
长 12.45%。在发展质量上，天津民营经济更是“量优速
增”。今年1月至8月，天津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工业
总产值增长5.4%，民营企业出口增长8.5%。

天津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瓶颈

本报讯 记者童政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获悉：
广西目前已建成扶贫 APP、扶贫队伍管理、扶贫业务
综合应用、扶贫成效及配套管理等四大系统，形成了数
据集中、服务下延、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动态管理的
广西扶贫大数据应用新格局。

围绕“扶持谁”，开发了广西扶贫APP。以电子化
帮扶手册方式，实时实地采集、核准贫困对象数据，实
现“扶贫对象精准”；围绕“谁来扶”，开发了广西扶贫
队伍管理系统。以书记遍访电子登记方式，加强对扶贫
责任主体、驻村工作队、扶贫干部等监管，实现“因村
派人精准”；围绕“怎么扶”，开发了广西扶贫业务综合
应用管理系统。以全流程电子化方式，加强项目资金
跟踪管理，实现“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
金使用精准”；围绕“如何退”，开发了广西扶贫成效
及配套管理系统。以电子化成效考核方式，高效、简
便、科学评判当地党委、政府脱贫成效，实现“脱贫
成效精准”。

截至2019年10月份，广西APP用户量达83.27万
个，日活跃用户11.4万，日均访问量1600万左右；帮
扶联系人打卡累计 454.64 万次，帮扶人修改贫困户基
本信息累计 2564.54 万条，帮扶记录上传累计 1254.53
万条；驻村工作队考勤打卡累计 477.10 万次，驻村工
作记录累计88.62万条，驻村工作周报累计2.30万篇。

广西构建扶贫大数据应用新格局


